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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的动员电视电话
会上，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
曹家贵介绍了两个重要的时间
点：10月31日前，各区县（市）要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整体的链条体系；
11月30日前， 要完成城区街道
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工作；进入厨
余垃圾处理厂的家庭厨余垃圾

量占比达到10%以上。
此外， 长沙还将加快推进

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建设，打
通各职能部门的“数据孤岛”，
实现数据实时统计分析， 推进
长沙垃圾分类向智慧化迈进。

“《条例》 的通过意味着长
沙正式进入有法可依时代，市
民一定要慢慢习惯垃圾分类的
生活。”曹家贵说。

不分类投放垃圾，个人最高罚二百元
10月1日起，长沙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执法人员将进入社区加大检查督导

《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后文简称《条例》）
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也意味着长沙正式进
入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代。

9月28日，长沙市政府召开了《条例》宣传贯彻
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宣告法律条例将要正式进入长
沙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记者 杨洁规 田甜 通讯员 莫凤琴

2011年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
办法》施行。
2012年 长沙市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建成投产， 长沙实现对餐厨
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正式迈出垃
圾分类的第一步。
2014年 中共长沙市委将“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建
设”纳入了8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重点事项之一。
2015年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启
动了《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立法的相关调研和准备工作。长
沙市城管执法局委托第三方开展
课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2016年 长沙在城区10个街道
（镇）的57个社区（村）启动生活垃
圾四分类试点。
2017年 正式出台《长沙市生活
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制定了
《长沙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长沙市
生活垃圾处理阶梯式计费管理暂
行办法》两个配套政策。
2018年 全市342个社区扩大分
类试点，全市公共机构先行先试；
清洁焚烧项目开始试运行， 长沙
垃圾处理由卫生填埋迈向清洁焚
烧时代； 当年全市生活垃圾总量
首次出现减量拐点， 年度总量较
控量基数减少13.59%。
2019年 全市633个社区基本实
现了“组织发动、设施投放、居民
参与、分投分收”面上硬件工作全
覆盖。
2020年 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提升年”；《长沙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通过，将于10月1日
正式实施。长沙进入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时代。

推进清洁焚烧项目建设、
在全国首批实现餐厨垃圾收运
处置全覆盖、 率先推进厨余垃
圾处理项目……可以说， 在垃
圾分类末端设施建设领域，长
沙已经具备“先发优势”。

随着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
施建设不断推进， 多点支撑的
垃圾终端处理体系正在加快构
建， 让分类后的垃圾“各得其
所”“各回各家”。“长沙已初步
构建了‘4+X’垃圾分类处置体
系，‘四分类’ 垃圾的末端处置
能力可以满足全市垃圾分类需

求。”长沙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厨余垃圾的分类运输处置
是垃圾分类的重点和难点。

在长沙， 通过先行先试，
在全国率先推进厨余垃圾（不
含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项目
设计日处理能力2000吨，对厨
余垃圾进行破袋、压榨、分离，
压榨出的有机质水分与餐厨
垃圾处理项目协同处理，厌氧
发酵产生沼气发电，剩余固体
残渣运往垃圾焚烧厂进行焚
烧发电。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截至
目前， 长沙通过优化设置与布
局， 已经投放分类垃圾桶20万
余个， 向居民发放厨余垃圾桶
33万余个， 主次干道更换两分
类垃圾桶7000余组。

2019年， 全市共提质改建
厨余垃圾站82座， 新增小区分
类清运车1100余台。2020年，

计划新购分类运输车约700台，
各区县还将分别配套购置，确
保每个小区均具备厨余垃圾分
类收集能力。“长沙已构建了以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和其他垃圾为基本类型的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 分类处置全链条体系。”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根据2019年12月1日实施
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最新国
家标准以及《长沙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长沙生活垃圾分为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四大类。

正式实施后， 如果违反了
《条例》会怎么样呢？

按照10月1日即将实施的
《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
定，“对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的， 由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
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执法人员有详细的
操作细则和执法标准、 依据和
阶次，为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提
供依据。

“之后的工作中，我们每位
执法人员会进入社区， 走近市
民身边， 做到宣传到位的同时
加大督导力度。”长沙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朱兵表示， 他们会以宣传教育
为主， 但对于屡教不改和情节
严重的个人或单位， 将会依据
《条例》进行相应处罚。

进度 10月31日前将基本建成分类链条体系

执法 有法可依，对屡教不改者动真格

准备 已投放分类垃圾桶20万余个

处理 分类后垃圾“各回各家”

背景
垃圾分类长沙“脚印”

探访 垃圾分类，看看他们的妙招

厨余垃圾投放容器 厨余垃圾站 厨余专用车辆运输 厨余垃圾处理厂

餐厨专用车辆运输厨余垃圾投放容器 联合餐厨处理厂

其他厨余垃圾投放容器 农贸市场果蔬垃圾就近就地处置终端

▲9月28日，长沙市卢浮社区，工作人员在帮助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 9月28日，长沙市八方小区，市民在观看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
通讯员 任杏梓 摄

长沙市厨余垃圾的分类运输处置示意图。

早在《条例》通过前，长沙
已有不少小区开始试点进行
垃圾分类管理。9月28日，三
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沙多个
小区，看看垃圾分类与长沙人
民“相处”得到底怎么样。

卢浮社区:
礼品奖励效果好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
卢浮社区是从今年7月1日开
始“试水”垃圾分类的，但是
他们的第一波宣传并不尽如
人意。

“社区共管辖4个小区，
在每个小区每栋楼的地下停
车场设置了定点垃圾投放
点。为了让大家配合，我们一
开始是直接做宣传， 但大家
兴趣不高， 主动给垃圾分类
的比较少。后来，我们就想出
了奖励机制。”社区书记艾爱
云告诉记者， 每天正确进行
垃圾分类投放的居民可获得
一个印章， 再用印章到物业
处兑换小礼品，“效果好多

了， 居民正确垃圾分类的情况
达到了85%。”

八方小区：
不扫码打不开垃圾桶盖

面对垃圾分类， 岳麓区的
八方小区也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现在，小区有两种垃圾袋，
一种是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的， 一种是放厨余和其他垃圾
的，其中厨余和其他垃圾袋上必
须贴对应的二维码，对准正确的
垃圾桶一扫， 就能知道分对没；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直接用另
一种垃圾袋放到指定的分拣中
心即可。二维码是物业免费提供
的，不扫码打不开垃圾桶盖。”小
区负责人郑烨告诉记者，小区有
自己的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目
前看来效果不错。

两家社区的工作人员都表
示，现在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居
民也很理解。下一步，随着《条
例》的正式实施，他们也会配合
执法部门， 对情节严重的予以
处罚。


